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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地方标准 

《乡村民宿卫生要求》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乡村民宿卫生要求》由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项列入

2021 年度上海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本标准研制由上海市卫

生健康委员会提出，上海市卫生健康委监督所负责牵头，归口上

海市卫生监督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要参与研制的单位有上海市

卫生健康委员会监督所、上海市旅游行业协会饭店业分会、金山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监督所、浦东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监督所。 

二、目的意义 

乡村民宿作为一种新型旅游形态在我国取得了长足发展。一

方面，乡村民宿有效缓解了城市和乡村旅游过程中“一房难求”

“房价贵”等的问题。同时其能融合当地风土人情，既有基本的

住宿功能，又具有观赏价值，成为广大市民外出游玩住宿场所的

热门选择。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旅游局、市农委<关于促进

本市乡村民宿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沪府办规[2018]21 号）

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上海乡村民宿

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沪府办规[2022]4 号）均指出：

乡村民宿作为一种新兴休闲业态，具有较高的吸引力和附加值，

已成为促进本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转型升级、推动城乡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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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互动、推进超大城市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  

从本市情况来看，本市现有涉农区共 9个。本市文化旅游部

门数据显示，本市获得备案或审批的合法乡村民宿共有 471 家，

分布在金山、浦东、崇明、奉贤、嘉定、青浦等 6个区。通过调

研，卫生健康部门发现大部分乡村民宿行业由于其自身规模较

小，起点较低，在卫生安全方面无明确的行业标准和规范，导致

整体卫生水平良莠不齐。不少乡村民宿存在卫生设备设施问题，

如未设置清洗消毒间、无公共用品用具消毒设施、无储藏间、公

共用品用具（床单）配置数量不够等。 

目前卫生健康部门主要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公

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GB 

37487-2019）、《住宿业卫生规范》对宾馆、旅店、招待所等住宿

场所进行监督管理，上述依据中并未包含乡村民宿，因此存在指

导行业自我卫生管理的依据缺位的问题。同时现行的国家标准

《乡村民宿服务质量规范》和地方标准《乡村民宿服务质量要求》

中关于公共卫生的内容大都比较原则，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有待提

升。 

三、标准编制原则 

（一）坚持实践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实用价值 

标准研制过程中，力求调研充分，项目组开展问卷调查。问

卷调查覆盖全部涉农区；问卷对象包括卫生监督机构、乡村民宿

经营者以及公众等不同人群；问卷内容涵盖各区政策情况、卫生

条件、组织架构、人员配置、管理制度、服务提供等，尽可能全

面掌握乡村民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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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问题导向原则，注重内容的全面完整 

针对目前乡村民宿实际情况，结合问卷相关内容，关注卫生

监督机构、乡村民宿经营者以及公众所反映的各类问题，标准起

草组对反映的问题进行分类并进行针对性分析，寻求贴合实际的

解决方法。 

（三）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贴近国家、地方政策发展 

标准研制过程中，充分吸收国家有关公共场所标准的新要

求，包括《GB37487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GB 37488 公共场

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GB37489 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等，

同时参照了本市主要涉农区政府部门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保证标

准的权威性和可及性。 

四、标准编制过程 

（一）启动阶段 

2021 年 1 月，市卫生健康委监督所组建标准制定项目组，

启动标准制定工作，建立定期会商、讨论机制。 

（二）收集标准文献、开展调研讨论，形成讨论稿 

标准制定前，标准制定项目组收集了其他城市有关乡村民宿

的相关文件和标准，并对本市各区关于乡村民宿相关的文件和标

准进行整理。 

2021 年 1 至 9 月，标准制定项目组开展调研，并对 9 个涉

农区卫生监督机构、55 家乡村民宿经营者、148 名公众发放调查

问卷。 

2021 年 10 月，形成标准初稿。 

（三）广泛征求意见，形成报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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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12 月，标准制定过程中共向上海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上海旅店业分会、上海乡村民宿协会、复旦大学公共

卫生学院、16 个区卫生监督机构、38 家具有行业代表性的民宿

经营者等征求意见，共收到 13条意见，采纳 11条，未采纳 2条。 

2022 年 3 月，由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 

2022 年 7 月，形成送审稿。 

2022 年 9 月，通过上海市地方标准送审稿专家审定。 

2023 年 2 月，形成报批稿。 

五、标准主要结构与关键技术内容说明 

（一）标准主要结构 

本标准规定了乡村民宿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客房服务

卫生要求、生活饮用水卫生要求、卫生管理要求等。 

本标准适用于乡村民宿经营活动。 

1.定义 

明确乡村民宿、公共用品用具的含义。 

2.基本要求 

明确包括民宿选址、证照和主体责任的要求。 

3.客房服务卫生要求 

客房服务卫生要求明确了乡村民宿中客房通风、采光要求、

空气质量、空调设施、清洗消毒间（区）、储藏间（区）、公共卫

生间、洗浴间（区）、各类公共用品用具的卫生要求、防止病媒

生物设施要求等。 

4.生活饮用水卫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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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乡村民宿中生活饮用水的相关标准，包括水质、供水方

式、水箱管理等。 

5.卫生管理要求 

明确乡村民宿的卫生制度、卫生管理员的配备，从业人员管

理要求、卫生状况检测要求、管理档案、操作规程、用品索证等

台账要求以及控烟管理要求等。 

（二）条款内容说明 

1.条款 3.1 乡村民宿定义的依据 

该定义主要依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

促进上海乡村民宿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沪府办规

[2022]4 号）中的内容。 

2.条款 3.2 公共用品用具定义的依据 

该定义主要参照《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GB 37487-2019） 

中条款 3.1 的内容，结合乡村民宿实际会提供给住客的用品用具

确定。 

3.条款 4基本要求设定的依据 

该规定中 4.1 选址的设定依据主要依据《公共场所设计卫生

规范第一部分：总则》（GB 37489.1）4.3 的内容，并参考了金

山区、松江区、青浦区、嘉定区、奉贤区关于民宿发展实施的规

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4.2 证照和 4.3 主体责任的设定依据《公

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上海乡村民宿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

知》（沪府办规[2022]4 号）中的相关规定。 

4.条款 5.1 通风、采光设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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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规定设定依据为《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 第一部分：总

则》（GB 37489.1-2019）7.2.1、9 中关于采光照明的要求，以

及《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GB 37488-2019）4.1.4.2

关于公共场所照度的要求，并参考了部分区关于民宿发展实施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其中关于自然采光的要求，本标准略高于国家标准，要求乡

村民宿客房内应有自然采光，考虑到乡村民宿的服务特点主要以

居住舒适度为主，故提倡民宿不宜将暗间作为客房使用。 

5.条款 5.2 空气质量设定的依据 

该规定设定依据为《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三条、《公

共场所卫生标准及限值要求》（GB 37488-2019）中关于空气质量

的要求，并参考了部分区关于民宿发展实施的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6.条款 5.3 空调设施设定的依据 

该规定中分散式和集中式空调设施的设定依据为《公共场所

卫生管理规范》（GB37487-2019）中 4.5 的要求。 

7.条款 5.4 清洗消毒间（区）设定的依据 

该规定设定依据为《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

五 条 、《 公 共 场 所 设 计 卫 生 规 范 第 1 部 分 ： 总 则 》

（GB37489.1-2019）6.1.1、《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第 2部分：

住宿场所》（GB37489.2-2019）5.2 以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

范》（GB37487-2019）4.9.1 的相关要求。 

8.条款 5.5 储藏间（区）设定的依据 

该规定设定依据为《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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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条 、《 公 共 场 所 设 计 卫 生 规 范 第 1 部 分 ： 总 则 》

（GB37489.1-2019）6.2.1、《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第 2部分：

住宿场所》（GB37489.2-2019）4.3 以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

范》（GB37487-2019）4.2.2、4.9.2 的相关要求。 

9.条款 5.6 公共卫生间设定的依据 

该规定设定依据为《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 第一部分：总

则》（GB 37489.1-2019）5.4、《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 第二部

分：住宿场所》（GB 37489.2-2019）4.4 的要求，并参考了部分

区关于民宿发展实施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10.条款 5.7 洗浴间（区）设定的依据 

该规定设定依据为《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 第二部分：住

宿场所》（GB 37489.2-2019）4.4、5.3.2 的要求。 

11.条款 5.8 病媒控制设定的依据 

该规定设定依据为《上海市爱国卫生工作管理规定》第十六

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六条、《公共场所卫

生管理规范》（GB 37487-2019）4.14 的有关要求，并参考了部

分区关于民宿发展实施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12.条款 5.9 公共用品用具设定的依据 

该规定 5.9.1 的设定依据为《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

（GB37487-2019）4.3、《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指要求》

（GB37488-2019）4.6 的相关要求，并参考了部分区关于民宿发

展实施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该规定 5.9.2 的设定依据为《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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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GB 37487-2019）4.3.1、《公共

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GB 37488-2019）表 6的相关要求，

并参考了部分区关于民宿发展实施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13. 条款 6生活饮用水卫生要求设定的依据 

该规定中条款 6.1 生活饮用水水质设定的依据为《公共场所

卫生管理条例》第三条、《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条

款 6.2 二次供水卫生设定的依据为《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GB 

17051）。管理措施要求依据为《上海市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

办法》。 

14. 条款 7卫生管理要求设定的依据 

条款 7.1 卫生制度设定的依据为《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第六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七条第二款、《公

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GB 37487-2019）5.2 的相关要求。 

条款 7.2 卫生管理员设定的依据为《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

范》（GB 37487-2019）5.1.2 的相关要求。从业人员管理设定的

依据为《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七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

条例实施细则》第九条、第十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GB 

37487-2019）第 6部分的相关要求，并参考了部分区关于民宿发

展实施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条款 7.3 卫生管理档案设定的依据为《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

例实施细则》第八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GB 37487-2019）

5.5 的相关要求。 

条款 7.4 操作规程设定的依据为《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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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37487-2019）5.3.1 的相关要求。 

条款 7.5 卫生检测设定的依据为《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

施细则》第十九条第一款、《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GB 

37487-2019）5.7 要求。 

条款 7.6 用品用具索证设定的依据为《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

例实施细则》第八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GB 37487-2019）

4.1.2 的相关要求。 

条款 7.7 室内禁烟设定的依据为《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

条例》规定。 

六、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国内同类标准为《乡村民宿服务质量规范国家标准》（GB/T 

39000-2020）、《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LB/T 065-2019）。

未查询到国外有关乡村民宿卫生要求的标准。下表为与相关同类

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表 1 本标准与国内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技

术

内

容 

GB/T 39000-2020 LB/T 065-2019 本标准 

范

围 

规定了乡村民宿的术语和定

义、基本要求、设施设备、

安全管理、环境卫生、服务

要求、持续改进。适用于乡

村民宿的服务与管理。 

 

规定了旅游民宿的等级和标

志、基本要求、等级划分条

件、等级划分方法。适用于

正式营业的小型旅游住宿设

施，包括但不限于客栈、庄

园、宅院、驿站、山庄等。 

规定了乡村民宿的基本要求、客房

服务卫生要求、生活饮用水卫生要

求、卫生管理要求。 

适用于上海市乡村民宿经营活动。 

基

本

要

求 

 

4.2 应依法取得相关经营证

照，持证经营 

5.1.1 应符合治安、消防、

卫生、环境保护、安全等有

关规定与要求，取得当地政

府要求的相关证照。 

4.2  证照 

乡村民宿在登记机关取得营业执

照（经营范围为“乡村民宿”）后，

符合公共场所卫生许可条件的，可

在区指定的工作部门，通过线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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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或线上“一网通办”办理公共场

所卫生许可证。 

 

客

房 

5.2.2 客房用品、用具应配

置齐全，材质合格，使用方

便。不主动提供一次性日用

品。 

5.2.5 客房宜单设卫生间，

通风、照明条件良好，并配

置必要的输助设施及盥洗用

品，干湿分离，应有除臭和

防滑措施。给排水设备完好，

宜 24h 供应冷、热水，水流

充足。 

6.1.2.1 客房应配备必要的

家具 6.1.2.2 客房应有舒

适的床垫和床上棉织品（被

套、被芯、床单、枕芯、枕

套等）及毛中。6.1.2.3 客

房应有水壶、茶杯。6.1.2.4 

客房应有充足的照明，有窗

帘。 

5.1  通风、采光  

客房应通风良好，在自然通风不良

或无自然通风的房间应设有机械

通风装置。应有自然采光，并配备

可满足阅读需要的照明设备，阅读

所需照度应不低于 100 lx。 

5.2  空气质量  

客房应无异味，无潮霉，空气质量

卫生指标符合要求。 

5.3  空调设施 

5.3.1 使用壁挂式、吸顶式、柜式、

窗式等分散式空调设施的场所，宜

设置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机械通

风系统或设施，营业期间正常使

用。 

5.3.2 分散式空调设施室内机组的

滤网和散流罩应定期保洁，不应有

积尘。 

5.3.3 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场

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应符合 WS 

394 的相关要求。 

5.4  清洗消毒间（区） 

自行对公共用品用具清洗消毒的

场所应设清洗消毒间（区），并配

备消毒设施、工具和药剂。消毒间

（区）应做到专间（区）专用，清

洗、消毒、保洁设施应正常使用，

并保持整洁。 

5.5  储藏间（区） 

5.5.1 应根据需求分类别设置储

藏间（区）。   

5.5.2 储藏间（区）应分设清洁物

品、污染物品专间（区）。 

5.5.3 清洁物品储藏间（区）不应

放置污染物品、清扫工具、个人生

活用品、杂物或其他无关物品。各

类物品应分类、分架存放于储藏间

（区）内，距离墙壁、地面 10cm

以上。环境应保持整洁，通风良好，

无霉斑和积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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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共

卫

生

间 

5.5 宜设有公共卫生间。通

风、照明条件良好，冲洗设

备完好，有防滑措施，各种

耗材（如卫生纸、洗手液等）

补充及时 

6.1.2.5 应有方便使用的卫

生间，提供冷、热水。照明

和排风应效果良好，排水通

畅，有防滑防溅措施 

 

5.6 客房内宜单设卫生间。无条件

在客房内设置卫生间的，应至少配

备有一间公共卫生间，公共卫生间

便池应采用水冲式，设置洗手设

施，地面、墙壁等应采用易冲洗、

防渗水材料制成。卫生间应通风良

好，有机械通风设施设备。 

5.7  洗浴间（区） 

客房宜具备淋浴设施。无条件在客

房内设置淋浴设施的，应设洗浴间

（区），应符合 GB 37489.4 中 5.1

的相关要求。 

 

环

境

卫

生 

7.1 卫生及消毒 

7.1.1 各区域应保持环境整

洁卫生，物品摆放有序，无

乱堆、乱放现象，建筑物及

各设施设备无剥落、无污垢、

无积尘。 

7.1.2 公共用品应一客一换

一消毒；若提供非一次性拖

鞋，应配备相应的消毒设施。 

7.1.3 各区域应采取有效措

施，消除老鼠、蟑螂、苍蝇、

蚊子等其他有害昆虫及其孳

生条件。 

7.1.5 垃圾箱或桶布局合

理，垃圾宜实行分类收集，

清扫及时，日产日清。 

。 

6.1.3.2 客房床单、被套、

枕套、毛巾等应做到每客必

换，并能应游客要求提供相

应服务。6.1.3.3 拖鞋、杯

具等公用物品应一客一消

毒。6.1.3.4 卫生间应每天

清理不少于一次，无异味、

无积水、无污渍 

5.4  清洗消毒间（区） 

自行对公共用品用具清洗消毒的

场所应设清洗消毒间（区），并配

备消毒设施、工具和药剂。消毒间

（区）应做到专间（区）专用，清

洗、消毒、保洁设施应正常使用，

并保持整洁。 

5.5  储藏间（区） 

5.5.1 应根据需求分类别设置储

藏间（区）。   

5.5.2 储藏间（区）应分设清洁物

品、污染物品专间（区）。 

5.5.3 清洁物品储藏间（区）不应

放置污染物品、清扫工具、个人生

活用品、杂物或其他无关物品。各

类物品应分类、分架存放于储藏间

（区）内，距离墙壁、地面 10cm

以上。环境应保持整洁，通风良好，

无霉斑和积尘。 

5.9  公共用品用具卫生要求 

5.9.1 供顾客反复使用的公共用

品用具应一客一换一消毒，禁止重

复使用一次性用品用具，清洗消毒

后的用品用具应符合表 2要求。棉

织品的 pH值应在 6.5～8.5。公共

用品用具清洗消毒过程应有记录。 

5.9.2 清洁客房、卫生间（面盆、

浴缸、坐便器、台面、地面等）的

抹布或清洗刷等工具应分设，用途

标示清晰，洁具的清洗消毒效果应

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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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业

人

员 

 

8.2.1 从业人员宜以当地村

民为主，应持有效健康合格

证明，积极参加各类相关培

训，掌握服务接待基本知识

和技能，举止文明，态度友

好。 

6.1.3.7 接待人员应热情好

客，穿着整齐清洁，礼仪礼

节得当。 

6.1.3.9 接待人员应掌握并

应用相应的服务技能。 

7.2.1 卫生管理员 

配备或指定专(兼)职卫生管理员，

具体负责本场所的卫生管理工作，

包括卫生制度执行情况的自查、根

据经营特点制定相应的卫生操作

规程、组织开展从业人员卫生知识

培训等。 

7.2.2 从业人员 

7.2.2.1 从业人员需学习相关卫生

法律知识和公共场所卫生知识，并

经考核。 

7.2.2.2 从业人员每年进行健康检

查，在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后上

岗。 

 

 

 

 

生

活

用

水 

6.4.3 生活用水（包括自备

水源和二次供水）应符合

GB5749 的要求。 

 

5.3.1 生活用水（包括自备

水源和二次供水）应符合 

GB5749 要求。 

6.1 水质 

提供的生活饮用水水质应符合 GB 

5749 的相关要求。 

6.2 二次供水 

使用二次供水的，二次供水设施应

符合 GB 17051 的相关要求。二次

供水设施中的储水设施应至少每

半年进行清洗消毒一次，二次供水

水质应每季度检测一次。 

 

其

他

卫

生

管

理

要

求 

  7.1 卫生制度 

建立符合GB 37487—2019中5.2.2

规定的各项卫生管理制度，定期对

制度执行情况进行自查并做好记

录。7.3 卫生管理档案 

根据 GB 37487—2019 中 5.5 的相

关要求建立卫生管理档案，并做好

归档管理，至少保存两年。 

7.4 操作规程 

应根据经营特点制定相应的卫生

操作规程。建立环境清扫保洁、卫

生设施设备运行、维护管理、物品

的采购储存、公共用品用具清洗消

毒等方面的工作程序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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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卫生检测 

按照规定对场所的空气、水质（除

二次供水）、公共用品用具等进行

卫生检测，检测每年不少于一次，

检测结果不符合相关卫生标准、规

范要求的应及时整改，检测结果应

在醒目位置对外公示。 

7.6 用品索证 

购买消毒剂、洗涤剂、一次性卫生

用品、化妆品等用品，应按规定索

取检验合格证明和其他相关资料。 

7.7 室内禁烟 

室内工作场所、室内公共场所应全

面禁烟。 

从上表可见，本标准和国内同类标准相比，基本涵盖了涉及

乡村民宿经营活动中的各项卫生要求，技术内容上既不冲突且更

具实际操作性，同时也体现了上海的城市特色。 

七、与现行法律、法规、文件和标准相关情况的说明 

目前，卫生健康部门对住宿场所的监管主要依据《公共场所

卫生管理条例》《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法规规章，

以及《旅店业卫生标准》《住宿业卫生规范》等国家标准及规范

性文件。但上述依据中未包含乡村民宿。同时现行的国家标准《乡

村民宿服务质量规范》和地方标准《乡村民宿服务质量要求》中

关于公共卫生的内容比较原则，比如对于如何正确设置公共用品

用具的清洗消毒间，如何规范用品用具的清洗消毒行为以及清洁

物品的储存等卫生关键控制点均未明确，对经营者指导性不强。 

乡村民宿虽以提供住宿为主，但与酒店、旅店等场所在硬件

规模、管理上确实存在不一样的地方，完全依照现有住宿业的标

准规范指导乡村民宿进行自我卫生管理并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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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设施设备配置到位、用品用具清洗消毒保洁到位、从业

人员健康有序、卫生管理自律有效，这些都是保障乡村民宿健康

发展的必要条件。所以，有必要建立一个较为系统的乡村民宿的

卫生管理规范，指导乡村民宿行业自我卫生管理，以提高行业的

整体卫生水平。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宣贯实施的建议 

建议在本标准发布后，由卫生健康部门牵头，联合乡村民宿

的主管部门及乡村民宿行业协会开展标准的宣贯、技术指导、监

督检查等活动，广泛深入地开展标准宣传和培训，进一步提升乡

村民宿的卫生管理水平，以推动标准有效实施。 

一是针对本市乡村民宿行业从业人员进行标准宣贯； 

二是针对乡村民宿中存在的主要卫生问题、从业人员的专业

知识、专业技能给予指导，针对可能存在的薄弱环节强化培训； 

三是依据国家和本市的卫生法律法规，结合本标准的基础内

容加强乡村民宿的监督执法，保证落实本标准的各项要求； 

四是鼓励乡村民宿行业协会建立行业内贯彻本标准的基础

方案等措施，并开展定时督查，通过行业管理进一步促进本标准

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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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文献调研清单 

 

一、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 

《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上海市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 

《上海市爱国卫生工作管理规定》 

《上海市传染病管理办法》 

二、标准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GB 37487-2019）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GB 37488-2019） 

《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  第一部分：总则》（ GB 

37489.1-2019） 

《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 第二部分：住宿场所》（GB 

37489.2-201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GB17051）  

《乡村民宿服务质量规范》（GB/T 3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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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游泳场所卫生管理规范》（DB31/890-2015）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WS 394-2012） 

《乡村民宿服务质量要求》（DB31/T299-2018 ） 

《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 LB/T 065） 

三、相关文件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旅游局、市农委<关于促进

本市乡村民宿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沪府办规[2018]21 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上海乡村民

宿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沪府办规[2022]4 号） 

《金山区促进民宿业发展的意见（试行）》 

《关于促进松江区乡村民宿发展的实施办法》 

《青浦区关于促进民宿业发展指导意见（试行）》 

《嘉定区关于促进乡村民宿发展的实施办法（试行）》 

《奉贤区乡村旅游民宿管理暂行办法（试行）》 

 

 

       


